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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2021浦江创新论坛——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上，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以“疫苗与全球

健康”为主题，联动多方跨界对话，共同探寻如何以科技合作为纽带、建立全球健康治理体

系，佑护人类共同的健康、安全与幸福，并提出了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和具有前瞻性、建设

性的意见建议。本期简报基于嘉宾1报告整理而成，供参考。 

 

  

 
1 比尔及梅琳达•盖茨基金会资深中国战略顾问、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戴维仁（Steve Davis），中国科学院

院士、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、上海市

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院长、中国-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成员、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吴凡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、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，比尔及

梅琳达•盖茨基金会药物发现与转化科学团队副主任，CEPI-中国科技部联合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 Lynda 

Stuart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-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全

球健康学院研究员周晓农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姜标，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（美国）

上海代表处中国国家代表、商务与业务开发负责人袁瑗，清华大学药学院研究员杨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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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十一 

疫苗与全球健康 

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，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，

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首要任务。病毒没有国界，疫情不分种族，人

类只有同舟共济才能战胜疫情，高效率研发疫苗已成为当前人类共同

肩负的重要责任。为更加有效应对新冠挑战、预防和战胜各种传染病，

解决好疫苗产能和分配的问题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。

面向未来，我们共同承担全球健康发展的责任。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

是人类幸福的基石，也是人类整体安全和发展的前提。 

一、新冠疫情防控与生物产业的机会 

戴维仁认为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疫苗对公共健

康的重要性，生命是何等脆弱，世界需要疫苗的保护。新冠肺炎疫苗

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被研发出来，充分印证了全球科学界共同创新

与合作的成果。但是目前全球疫苗分配不公的问题还亟待解决，全球

75%的新冠疫苗仅在 10 个富裕国家内应用，这可能导致全球疫情死

亡人数继续恶化。 

高福提出要给疫苗科研留出时间，给疫苗公司留出空间。科学为

基础，群众只要积极参与、积极依存，科学是有答案的。冠状病毒跟

人类的关系是猫鼠关系。疫苗是控制新冠流行的法宝，恢复经济生产

的强心针，维护社会发展的稳定剂。世界如果不共享疫苗，病毒将会

共享世界。全世界共享疫苗应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。确保所有国

家都能获得和大规模使用新冠疫苗，以团结一致对付新冠肺炎，是防

止该病毒在全世界传播的一项重要战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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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对全球健康的影响 

吴凡认为疫情的“中国经验”凸显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治

理体系十分重要。她总结了五个字概括抗击新冠疫情的“上海经验”，

即“快、早、准、暖、全”。“快”即快速流调明确感染来源，迅速排

查重点人群；“早”即早发现，早处置；“准”即精准研判，循证施策；

“暖”即人文关怀，生活保障，缓解焦虑，消除恐惧。“全”即对防控

预案、监测哨点、措施流程、人群覆盖进行全面布局。疾病预防控制

体系是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主干，发挥着四个核心作用：一是发挥侦

察兵作用，针对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监测、评价和预警能力；二是发

挥战斗队作用，进行各项疾病防控和健康因素干预措施；三是发挥消

防队作用，要能够应对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和突发事件；四是参谋部作

用，助推公共政策措施，规范和标准的持续转化。健全我国公共卫生

体系需要提升 5 大能力：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、疾病预防控制服务

能力、“一槌定音”的实验室检定能力、公共卫生科学研究能力以及

信息利用与循证决策能力。团结一致，共建共享。秉持“人类卫生健

康共同体”理念，终止大流行，应对未知“X”。 

三、现阶段疫苗研发情况 

一是从新冠疫情防控看疫苗的前景与挑战。张文宏认为应当支持

中国疫苗产业发展，帮助更多中国疫苗成为“全球公共品”。人类历

史上有无数的感染性疾病和我们人类共存，有无数病毒细菌真菌和我

们人类共存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很多年时间和病毒进行共进化，

最终疾病会在人类社会当中生根，同时人类也最终会获得对付它的能

力。目前低收入家庭无法负担非免疫规划疫苗的费用，儿童也占了未

接种人群的较大比重，需要提高疫苗的公平可及，促进公共健康的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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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。加快推进国家免疫规划，推动疫苗技术的发展，疫苗接种的流程

优化以及疫苗质量保证体系提升。他呼吁“普遍接种疫苗，跑赢病毒！” 

二是 mRNA 疫苗研发进展。Lynda Stuart 介绍了盖茨基金会是如

何帮助加快疫苗研发的进程。她表示在疫苗研发上，优先考虑跨领域

的平台方法，同时也非常关注新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，并乐于从事长

期的项目，比如 mRNA 疫苗的研发投入。新冠疫情使得 mRNA 的使

用变成了现实，希望能够利用这些进展可以为全球健康创造很多新的

机会，利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拯救发展中国家的生命，并和合作伙伴

合作，提供疫苗、药物和诊断等等经过验证的工具，发现可负担的而

且是可靠的开创性的新的解决方案。抗击新冠疫情方面要努力达成四

个目标：一是关注弱势群体；二是关注贫穷国家；三是将疫情对社会

经济影响降到最小；四是积极研发抗击新冠疫情的治疗药物和疫苗。 

四、医疗健康领域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经验 

一是中坦多边疟疾控制项目：现场试点经验共享。周晓农认为，

疟疾的防控关键在于 7 点：一是政府的支撑保障；二是设计专业化个

性化策略；三是采用可论证的科学方法与创新方式；四是构建相关能

力；五是持续的财务投入；六是高风险人口与地区管控；七是国际合

作。我们需要将中国创新的疟疾监测方法分享出去，特别是“1-3-7”

方法，已成为其他国家疟疾控制的典范。这种方法得到了包括世界卫

生组织在内的广泛的赞誉。希望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案在非洲大地

上落地，希望更多年轻同志今后能够积极参与到全球卫生发展项目当

中。 

二是基于中药源的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控药物开发。姜标介绍了在

野生蚊子种群中，对包括拟除虫菊酯、有机磷、氨基甲酸酯、滴滴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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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狄氏剂在内的若干类杀虫剂产生了抗药性。因此，亟需开发新的媒

介生物传染病防控药物。运用中草药是杀死蚊虫预防疟疾又不产生毒

性的解决方法之一，应充分发挥好中草药防范疟疾的关键作用。基于

中药发现媒介防控先导，同时优化前期发现的活性化合物，可以研究

出疟疾防控效果好、毒性低、环境友好、性价比高的化合物。 

五、助力合作共建全球健康发展 

一是 PATH 协助中国推进全球健康合作。袁瑗介绍了帕斯适宜卫

生科技组织作为一家非营利的国际组织，主要专注于包括疫苗、诊断、

化药、器械、卫生系统的平台工作。目前 PATH 的资源和人才更多地

向发展中国家转移。特别是把中国作为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，希望能

够把中国在卫生系统疟疾防疫的优秀经验推广到非洲国家。她表示对

于中国疫苗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健康 PATH 十分有信心。希望能够

和国内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，把一个问题从它的解决方案形成到最后

大规模应用全过程中都加速创新的转化，为全球健康做贡献。 

二是清华大学药品疫苗监管科学智库建设项目与进展。杨悦首先

介绍了药品监管科学这个全球创新的新兴学科，它和原有的药师管理

学科不太一样，药品监管科学更关注的是切入到药品监管有关科学的

层面，最关注的是药品监管领域的问题。 

    药品监管科学更关注的是从底层的科学逻辑去思考解决相关的

问题。最后是为药品监管提出未来的思路和路径。在整个药品监管科

学研究当中聚焦药品监管中的战略性、关键性、共性和难点问题。特

别是制约药物研发、影响产业发展、影响监管效率的一些关键问题来

开展研究。在推动疫苗创新的过程当中对疫苗临床试验设计和替代终

点的使用进行了研究，希望该类研究能推动疫苗临床试验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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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   理：瞿晶晶 

 


